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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简述“编辑整合”概念形成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种
编辑整合规范新方法，阐明编辑整合规范方法的基本内涵、逻

辑学基础及其应用思路，并将该方法应用于剔除优秀期刊瑕疵

问题和匡正国家标准文本中的欠规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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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编辑时间久了，案头总会保留一堆“杂刊”（多

是优秀科技期刊），偶有空闲便翻阅它们，以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然而，每次浏览总会发现一些明显的瑕

疵问题，甚至在同类期刊中，越是排名靠前的期刊，瑕

疵问题越突出。对于这种现状，目前尚缺乏相关理论

或标准作为评价依据，既不能说别人的编辑水平不高，

也不好说人家错误连篇，但瑕疵问题确实存在。鉴此，

笔者尝试建立一种新的编辑理论和方法，旨在彻底剔

除优秀期刊尚存的瑕疵问题。

１　“编辑整合”概念的提出

１１　 “编辑整合”的雏形　“编辑整合”概念是在近
些年逐步演进形成的。干成俊［１］认为，选择性、整合

性、创造性是编辑活动的基本属性，并着重指出：如果

把一本期刊看作一个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

素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那么，单篇文章

就是其中的子系统……加工性和综合性可以合称为整

合性。何其捷［２］认为，编辑思维的根本变革是走向整

合化，编辑综合素质是思维整合化的基石。他们虽然

提出了编辑思维的“整合性”概念，但尚未明确提出

“编辑整合”的概念。

管宁［３］认为，面对铺天盖地的信息流，编辑应具

备信息整合的能力，即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创造性的

改造和转换。胡敏等［４］在论述信息整合理论与科技

编辑知识体系构建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信息整合过程

潜隐于编辑知识体系构建中。他们虽然提出了“信息

整合”的概念，认为信息整合“即对所获取的信息进行

创造性的改造和转换”，其“过程潜隐于编辑知识体系

构建中”，但“信息整合”的目的和方法均有别于“编辑

整合”。

１２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的演进与形成　何皓在《编
辑方法论刍议》［５］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编辑整合方法，

认为编辑方法主要由编辑选择、编辑规范、编辑整合、

编辑推广４个方面构成，其顺序是依编辑选择→编辑
规范→编辑整合→编辑推广而展开的，这一顺序与编
辑工作过程的实际不相符。

笔者认为，编辑方法从总体上可分为编辑审稿和

编辑加工２个方面。受文献［５］的启发，在编辑审稿
方面，可将“编辑选择方法”充实扩展为“编辑审鉴选

择方法”，因为“选择”是目的，“审鉴”才是“选择”的

前提和具体方法，没有具体的“审鉴”标准和方法就无

从“选择”。在编辑加工方面，将“编辑规范方法”和

“编辑整合方法”调换顺序后整合为“编辑整合规范方

法”，因为“编辑整合”是对原稿的优化过程，是“编辑

规范”的重要前提，对没有进行整合优化的文章的规

范没有实际意义。笔者在《编辑整合规范视角的优秀

期刊编辑质量问题》一文［６］中，虽然提出了“编辑整合

规范”概念，但并没有明确提出编辑整合规范方法，因

此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２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的构建

２１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的逻辑学基础　逻辑学既是
论文写作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期刊编辑的重要思

维工具。作者撰文必须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

维来表达思想和观点；编辑审稿必须对论文进行逻辑

分析，审视论文的逻辑方法及其论证方式，进而判断论

文的学术价值。编辑加工也需要运用各种逻辑关联发

现并匡正或剔除论文中的问题。相对编辑审稿而言，

逻辑规律在编辑加工中应用得更详尽、更具体。例如，

论文的论点是否鲜明？论据是否准确、充分？是否含

糊不清或自相矛盾？又如内容与形式、局部与整体、特

殊与一般、相容与相悖、有序与无序、连续与离散、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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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排斥、同化与异化、作用与反作用、相等与不相等

……各种对应关系是否准确、一致？这些都将依靠以

逻辑学为基础的编辑整合思维来完成。

科技期刊不只是科技论文的简单集合，其刊名统

领下的系统化知识和信息具有明显的专业学科体系特

征，在其整体构建中，更需要运用逻辑思维，整合各种

组成要素，展现期刊知识体系的层次性、系统性和表述

的准确性、规范性。

２２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的基本内涵　编辑整合规范
方法是在对原稿进行整合优化基础上的全面规范化加

工，包括编辑整合优化与全面规范化加工２个方面。
编辑整合优化包括：期刊知识体系及其栏目架构

的整合优化；版权标志与目次页的整合优化；文章主题

与内容结构的整合优化；题名与层级标题的整合优化；

摘要、关键词的整合优化；文章首尾一级标题的整合优

化；篇首页构成形式的整合优化；篇首页子项内容与形

式的整合优化；篇首页各子项与文章相关性的整合优

化；作者信息的整合优化；图、表及版式构成的整合优

化；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整合优化；高频次复合词

汇的整合优化；等等。

全面规范化加工包括：语句及文字的规范化；高频

次常见词汇的规范化；数、量、单位及符号的规范化；

图、表、公式的规范化；参考文献的标注形式及著录格

式的规范化；标点及其他各种符号的规范化；等等。

总之，编辑整合规范方法是在运用以逻辑学为基

础的整合性思维和知识，对期刊宏观、中观、微观多层

面进行整合优化基础上的全面规范化加工，其核心是

整合优化，整合与规范有机结合，协同进行，一并完成。

２３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的应用思路　编辑发现问题
是匡正和剔除原稿错误的开始。应用编辑整合规范方

法的关键是运用整合性思维和知识，对期刊的各种组

合要素进行全面的审视，同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合

和规范。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既注重从刊名—栏名—题名—

层级标题—篇首页—篇尾页等宏观、中观、微观多层面

的整体性构建与优化，又注重微观层面的编辑规范化

加工，旨在匡正或剔除期刊中的瑕疵问题，凸显期刊知

识体系的层次性、规范性和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期刊知识体系的层次性主要通过专栏设置及其排

布等宏观层面的整合优化来体现。主要审视如下内

容：专栏是否集中体现刊名的内涵及其特色，是否展现

全刊知识体系的层次性和学术导向性，专栏名称是否

具有专指性，专栏之间是否平行无悖、不交叉重叠，刊

名是否统领所有专栏名以及专栏名对栏内题名的统

领性。

全刊表述的规范性及整体风格的一致性，主要通

过中观、微观层面的编辑整合和规范化加工来实现。

主要审视如下内容：题名是否集中表达主题，谋篇布局

是否详略得当，论据是否支持论点，题名是否准确精炼

并对层级标题具有统领性；摘要、关键词是否准确精

当；“基金项目”标志名称是否科学合理；作者信息是

否既准确精炼又互为补充、不显冗余；参考文献在文中

和文后的标注位置、形式及著录格式是否正确、统一。

此外，还要审视全刊是否形成一致风格，如篇首篇尾风

格、图表编排风格、篇首子项构成风格、公式编排风格、

版面接转排风格、修辞及特定代词风格等。

３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应用举要

３１　用于剔除优秀期刊尚存的瑕疵问题　关于优秀
期刊存在的栏目交叉重叠、作者信息不全而作者单位

冗余、“基金项目”表述混乱、题名与一级标题重叠、“０
引言”与“１引言”共存，以及引文的标注位置和形式
五花八门等，笔者在文献［６］中已有述及，这里仅就优
秀期刊存在的图表问题予以讨论。

基于编辑整合规范的视角，优秀科技期刊尚存在

大量的不规范、不自明图表。插图问题主要有：一是插

图选取不当甚至纯属多余；二是插图与文字没有建立

联系，不便于阅读理解；三是图题不准确、不精炼（在

图题后明显多一个“图”字）或根本无图题；四是图注

不规范或明显多余；五是图与文的表意不符（图像或

文字存在错误）；六是插图结构散乱或逻辑关系混乱；

七是图像不规范或不完整，对该分离的插图没有分图

标示，对图题和（或）分图可以进行整合规范的却没有

进行整合规范；八是图像在版面中的构成不合理，明显

缺乏美感。

优秀科技期刊中的表格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无表

序、表题或表题不简明（表题后明显多一个“表”字）、

不准确；二是栏头为空白［７］（第１列的栏目位置，即表
格的左上角）或栏头名不能反映表身信息的特征或属

性；三是对只能横向阅读的形似“三线表”［８］未作规范

处理；四是横向栏目内缺少必要的辅助线，或添加辅助

线不正确，使栏目的多层次隶属关系模糊；五是没有将

“公用单位”［９］集中表示在表题之后，或将仅限于竖向

一列使用的“公用单位”扩大至全表；六是对内容累赘

复杂可以化繁为简的，没有进行简化处理而大量浪费

版面；七是本来在一页内可以排完的表格人为地截断

为续表，甚至将续表转排到另外一页；八是应该进行整

合或作特殊处理的没有进行整合或特殊处理或处理失

当；九是表身内容庞杂时各子项间缺少必要的横向隐

形线；十是表注表述不当，表内数字修约不统一、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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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表内标点符号使用混乱；等等。更有甚者，把本不

属于表格的图文强行修改成“三线表”而弄巧成拙，使

原本格调高雅的科技期刊陋形凸显。

３２　用于匡正国家标准文本的欠规范之处
３．２．１　对含有“～”或“—”的“域”组合的整合规范
　由于国家相关标准对“～”和“—”的使用只有示例
而没有阐释性界定，目前各种出版物中普遍存在使用

不当的问题。为了便于实际应用，可以将含有“～”或
“—”的“域”组合形式，用通式表示为：□□～□□ ＋
单位符号或□□—□□＋单位符号。

就含有“～”的“域”组合而言，在 ＧＢ／Ｔ１５８３５—
１９９５［１０］中，有“６３％ ～６８％”“１００ｋｇ～１５０ｋｇ”“３４
℃ ～３９℃”“－３６℃ ～－８℃”等示例，并在“８．６”中
明确规定，“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数值在表示数值的范

围时，使用浪纹式连接号‘～’”；但就从这一组示例
来看，除“６３％ ～６８％”（０．６３～０．６８）与“标准”立意
相符外，其余的“域”组合间均含有单位符号，与“标

准”的立意不符。基于编辑整合规范的理论和方法，

应修正为“１００～１５０ｋｇ”“３４～３９℃”“－３６～－８
℃”，使数值域间不含有单位符号。这种“域”组合形
式，在视角上更能描述数值域的连续性特征。同理，对

含有“—”的“域”组合形式，也应使其“域”间不含有

单位符号。这种“域”间不含单位符号的“域”组合形

式，比ＧＢ／Ｔ１５８３５—１９９５中原有的“域”组合形式显
得简洁、统一、规范。

３．２．２　解决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中著录格式分散的问
题　ＧＢ／Ｔ７７１４—２００５［１１］在构建专著或专著中的析

出文献的“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时，均存在一个明显

的缺陷：“责任者”项被分割为“主要责任者”与“其他

责任者”，从而使著录格式从视角上感觉零乱，如下面

的示例。

［１］　昂温 Ｇ，昂温 ＰＳ．外国出版史［Ｍ］．陈生铮，译．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如果将“主要责任者”及“其他责任者”整合为“责

任者”项，即

［１］　昂温 Ｇ，昂温 ＰＳ；陈生铮，译．外国出版史［Ｍ］．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这样，将使“著录格式”中的各子项概念更清晰、排序

更合理，整个著录格式也显得更规范一些，既能避免责

任者项在一个“著录格式”中人为地分散于２处，又能
避免“析出文献其他责任者”与“专著主要责任者”直

接用“∥”连接所产生的歧义。

４　结束语

　　编辑整合规范方法是针对优秀期刊瑕疵或陋性问
题提出来的一种编辑加工新方法。应用该方法，不仅

能剔除优秀期刊尚存的瑕疵或陋性问题，而且可以匡

正国家标准文本中的某些疏漏或不规范之处。一名普

通编辑若能掌握和应用编辑整合规范方法，不是主编

可以超越主编，浏览任意一本期刊都能发现其尚存的

瑕疵或陋形问题，不是专家可以胜于专家，认真研读专

家来稿或由专家起草的国家标准文本，也能发现其疏

漏或欠规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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